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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血液透析患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预防措施探讨

陈
"

艳!吴雄飞#

"汉川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湖北汉川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高危因素!为临床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血液透析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分析血液透析患者的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情况以及导致其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外周血相关造血功能及免疫功能&淋巴细胞亚群指标的临床特

点$结果
"

共
++

例患者发生感染"感染率为
!63,"X

#'年龄&透析时间&透析总次数等均是导致血液透析患者

肝炎病毒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

$

#3#4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组患者血红蛋白&血清清蛋白&淋巴细胞亚群低于

非感染组!

%;

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高于非感染组!上述所有指标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3#4

#$结论
"

该院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肝炎病毒感染情况比较严重!控制危险因素预防感染的发

生!患者遭受感染后临床特点主要表现为营养状况降低&肝脏功能受损&机体免疫能力低下等$

关键词"血液透析'

"

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率'

"

危险因素

!"#

!

!#3",+,

"

7

3899:3!+6";'!"#3$#!,3!)3#"#

中图法分类号"

/4!$3+

文章编号"

!+6";'!"#

"

$#!,

#

!);$$,$;#'

文献标识码"

.

""

慢性肾功能不全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肾小球严

重破坏'使身体在排泄代谢废物和调节水电解质*酸

碱平衡等方面出现紊乱的临床综合征&临床治疗方

式一般为血液净化的方式&血液透析常常会成为诱

发乙肝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乙型肝炎病毒$

V.U

%感

染可能导致患者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细胞癌等'因此

血液透析患者预防
V.U

感染具有重要意义&为能进

一步了解血液透析患者中
V.U

感染相关高危因素并

采取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本院血液透析中心对规律

血液透析患者的
V.U

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调

查*研究及初步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在本院进行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共
"+)

例&纳入研究标准!$

!

%

年龄大于
!)

周岁&$

$

%自愿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

准!$

!

%年龄超过
)#

岁&$

$

%其他原因或疾病导致肝

脏功能损伤者-$

"

%肿瘤晚期患者&$

'

%伴有精神疾病

或处于孕期及哺乳期妇女&$

4

%合并有心*脑*肾等重

要脏器病变&$

+

%自身免疫性疾病&将患者是否感染

V.U

为指标分成感染组和非感染组&

V.U

感染判

断标准!除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
;V.9

%阳性外'乙型

肝炎表面抗原$

V.9<

F

%*乙型肝炎
?

抗原$

V.?<

F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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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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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
?

抗体$抗
;V.?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
;

V.D

%中任意阳性者&

@3A

"

方法
"

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别*年龄*透析

时间*透析总次数*输血次数*肝炎病史*献血史*吸烟

史*手术史*透析器复用等资料进行分析&针对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的
V.U

感染情况*导致感染的危险

因素及相关临床特点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比较感染

组和非感染组患者的血红蛋白*血清清蛋白*

%;

反应

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

.

谷氨酞转肽

酶等指标以及
.

细胞*

%&"

(

*

%&'

(

*

%&)

(

*

12

等淋

巴细胞亚群指标&

@3B

"

检测方法
"

抗
;V.9

*

V.9<

F

*

V.?<

F

*抗
;V.?

*

抗
;V.D

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V%U

%检测试剂由

美国华锐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检测仪器为瑞士

VEJ8HB=:T*</

全自动加样系统和瑞士
VEJ8HB=:

Y<QW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

群检测采用
.?DfJE:%=LHB?@

公司的流式细胞仪及配

套试剂盒&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

.

谷氨酞

转肽酶等指标采用罗氏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

.?DfJE:%Z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3C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分析采用
T0TT!"3#

软件'计

数资料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结果以
0[D

计算并采

用
<

检验'以
!

$

#3#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3@

"

V.U

感染率及其与
V%U

感染的关系
"

"+)

例

血液透析患者中感染乙型肝炎共
++

例'感染率

为
!63,"X

'

V%U

感染
4$

例'感染率为
!'3!"X

'其

中合并
V.U

感染
""

例'占
V%U

感染者的
+"3'+X

'

V.U

阴性
!,

例'占
V%U

感染者的
"+34'X

'

V.U

阳性合并
V%U

感染的阳性率与仅存
V%U

感染的阳

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3,)$

'

!

$

#3#4

%&

见表
!

&

A3A

"

血液透析患者背景资料单因素分析
"

血液透析

患者背景资料分析表明年龄*透析时间*透析总次数*

输血次数*肝炎病史*透析器复用*乙肝家族病史均是

导致血液透析患者乙肝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

!

$

#3

#4

%&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比较及感染率见表
$

&

表
!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V.U

感染率及

"""

合并
V%U

感染率'

*

#

X

$(

人群特征
* V.U

阳性
V.U

阴性

维持性血液透析
"+) ++

$

!63,"

%

"#$

$

)$3#6

%

V%U

阳性
4$ ""

$

+"3'+

%

!,

$

"+34'

%

A3C

"

乙型病毒感染患者与非感染患者的相关临床指

标
"

++

例感染组患者的临床指标!血红蛋白*血清清

蛋白低于非感染组患者'

%;

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

和天冬氨酸转氨酶*

.

;

谷氨酸转肽酶*碱性磷酸略高

于非感染组'上述指标的组间差异进行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3#4

%&见表
"

&

表
$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V.U

感染的单因素

"""

分析及感染率

相关因素
调查例数

$

*

%

感染例数

$

X

%

感染率

$

X

%

!

$

!

性别

"

男
!,$ "" !63!, !3$+

%

#3#4

"

女
!6+ "# !63#4

年龄$岁%

"$

'4 !)$ $! !!34' !$3"6

$

#3#4

"&

'4 !)+ '4 $'3!,

透析时间$月%

"$

+ $#, $+ !$3'' !!3$)

$

#3#4

"&

+ !4, '# $43!+

透析总次数$次%

"$

$## $), ", !"3', !'3,)

$

#3#4

"&

$## 6, $6 "'3!)

输血次数$次%

"$

! +, !# !'3', ,3$+

$

#3#4

"&

! $,, 4+ !)36"

肝炎病史

"

有
$66 '6 !+3,6 "344

$

#3#4

"

无
,! !, $#3))

献血史

"

有
6) !" !+3+6 #3,6

%

#3#4

"

无
$,# 4" !)3$)

吸烟史

"

有
!#! !) $636$ !3#$

%

#3#4

"

无
$+6 ') !63,)

手术史

"

有
"6 !! $,36" !3''

%

#3#4

"

无
""! 46 !63$$

透析器复用

"

有
4# !6 "'3## !63$+

$

#3#4

"

无
"!) ', !43'!

乙肝家族病史

"

有
+, $, '$3#" !+3'6

$

#3#4

"

无
$,, "6 !$3"6

原发性肾脏疾病

"

有
6, $+ "$3,! !3,+

%

#3#4

"

无
$), '# !"3)'

A3L

"

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结

果
"

血液透析感染组患者淋巴细胞亚群指标均低于

非感染组患者'上述指标组间差异进行比较均有统计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BRSE>Q?M

!

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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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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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

$

#3#4

%&见表
'

&

表
"

""

V.U

感染者与非感染者临床指标比较#

0[D

$

指标
感染组

$

*d++

%

非感染组

$

*d"#$

%

!

$

!

血红蛋白$

F

"

S

%

+,3$+[!#3!$ ,63+,[!)3++ 63,)

$

#3#4

血清清蛋白$

F

"

S

%

$43+6[!!3'! "'3+$[!!3$6 43!$

$

#3#4

%;

反应蛋白$

J

F

"

S

%

$+3")[!+3$$ !63$+[!!3$, +3"+

$

#3#4

丙氨酸转氨酶$

a

"

S

%

$!36$[!#3++ !$3+'[!#3!, 43'6

$

#3#4

天冬氨酸转氨酶$

a

"

S

%

$+3''[!'34$ !63++[!#3+) '3+$

$

#3#4

.

;

谷氨酸转肽酶$

a

"

S

%

'$3!6[$!3+, "43++[$63!! "3),

$

#3#4

碱性磷酸酶$

a

"

S

%

'+3$6[!#3"" "+3))[!63)$ "3+,

$

#3#4

表
'

""

V.U

感染者与非感染者外周血的淋巴

"""

细胞亚群结果比较#

0[D

$

指标 感染组$

*d++

% 非感染组$

*d"#$

%

!

$

!

%&"

(

$"

#

S

%

!##!3"![$'3"6 !",)366[$+63'+ 63)!

$

#3#4

%&'

(

$"

#

S

%

!$"3$"["63+) $''3+$[')3,$ !'3,$

$

#3#4

%&)

(

$"

#

S

%

46'3"$[!#63,) 6443+"[!,"3$+ +36'

$

#3#4

.

细胞$"

#

S

%

"$!3$6[++36, 46+3)+[$,3$" +#34,

$

#3#4

12

细胞$"

#

S

%

$),3,+["+36+ '')36![6'3$, !#3$$

$

#3#4

B

"

讨
""

论

""

健康人群中慢性
V.U

感染率在
4X

"

!#X

'而

在血液透析患者中
V.U

感染率更高(

!

)

&肾功能不全

引起免疫功能降低'使用经
V.U

污染的血液制品及

透析器材的重复使用'医务人员不规范操作等都是造

成患者
V.U

感染的重要原因(

$;'

)

&

本次研究中
"+)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感染

V.U

的患者
++

例$

!63,"X

%'

V%U

感染者
4$

例占

"+)

例透析患者的
!'3!"X

'其中
V.U

阴性
!,

例'占

V%U

感染者的
"+34'X

$

!,

"

4$

%&

V%U

阳性人群中

的
V.U

阳性率高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整体人群中

的阳性率&郑小玲等(

'

)研究发现患者
V%U

感染与

V.U

感染存在明确的关联性'陈晓洁等(

4

)也研究发

现
+

例
V%U;/1<

检测阳性患者均为
V.U

的携带

者&陈卿等(

+

)证实
V%U

阳性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感染
V.U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
V%U

和
V.U

都可

通过血液传播(

6

)

'因此
V%U

感染为
V.U

感染创造

条件&但应警惕隐匿性
V.U

感染'指检测患者
V.;

9<

F

阴性(

)

)

'但肝脏组织*血清中
V.U;&1<

阳性(

,

)

&

隐匿性
V.U

感染不易被检测出的原因(

!#;!!

)

!患者体

内的
V.9<

F

为低滴度'因检测方法敏感性差无法检

测出低水平的
V.9<

F

-机体免疫抑制作用造成低水

平
V.U;&1<

不易被常规
0%/

仪检出&

血液透析患者背景资料单因素分析&本次研究

背景资料中年龄*透析时间*透析总次数*输血次数*

肝炎病史*透析器复用*乙肝家族病史均是导致血液

透析患者肝炎病毒感染的高危影响因素$

!

$

#3#4

%'

随着患者血液透析时间延长及次数增加对外界感染

的抵抗能力大幅降低(

!$;!"

)

-同时也增加了患者在肝炎

病毒环境中的暴露风险'提高了病毒感染的概率(

!'

)

-

输血引起的
V.U

感染可能由于供血者为低水平的肝

炎病毒携带者'抗体效价低于可检测阈值-供血者已

感染肝炎病毒但其体内血清学指标水平处于尚未出

现任何改变的窗口期-试剂及人员因素导致血清学检

测结果呈.假阴性/&乙肝家族病史使其长期暴露于

感染的风险中增加其感染率(

!4

)

'基因遗传易感性及乙

肝家族史成员间传播是我国
V.U

感染的重要原因'

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过程中'肝炎病毒的微小颗粒

已证实可通过透析机的空心纤维滤膜破损处进入透

析液'再次进入人体引发
V.U

感染(

!+;!)

)

&尤其是在

重复使用的透析器透析过程中'这种感染的风险概率

更大(

!,

)

&

V.U

感染患者与非感染患者的相关临床指标分

析&本研究发现感染组患者的血红蛋白*血清清蛋白

均明显低于非感染组&长期血液透析患者处于贫血

状态可引发机体免疫力降低(

$#

)

'易发生
V.U

感染&

血红蛋白及血清清蛋白的降低提示患者身体状况低

下'也表明上述指标特点也是病毒性肝炎感染者的临

床特征&感染组患者的
%;

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和

天冬氨酸转氨酶指标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

%;

反应

蛋白(

$!

)在机体的天然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保护作

用&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都是反映肝功

能正常与否的指标(

$$

)

'所以'

%;

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

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的联合升高均是病毒性肝炎感

染患者的临床生化指标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隐

匿性
V.U

感染者的肝功能一般处于正常范围'原因

可能与低病毒载量不能有效激发机体自身免疫反应

有关(

$"

)

'而长期血液透析患者免疫力本就较低'免疫

系统处于抑制状态更难以被激发&

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

较分析&血液透析患者由于肾脏功能受损而使患者

血液中毒素不能被及时清除而导致毒素在体内累积'

积累的毒素不断影响
*

淋巴细胞*

.

淋巴细胞的增殖

及其功能'从而抑制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导致机体

免疫功能受损&外周血的
%&"

(

*

%&'

(

*

%&)

(细胞均

属于
*

淋巴细胞'当它们的数量发生改变时'机体的

免疫状态也会发生改变(

$'

)

&免疫功能受损的血液透

析患者'外周血
%&"

(

*

%&'

(

*

%&)

(数量降低从而更

易感染
V.U

&

%&"

(

*

%&'

(

*

%&)

(和
.

细胞都是人

体主要的免疫细胞'其变化反映机体免疫水平&感染

组患者的各项淋巴细胞水平均低于非感染组'说明乙

肝病毒感染组患者免疫系统受损'免疫功能减低&

V.U

感染预防控制措施!$

!

%减少输血'提倡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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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BRSE>Q?M

!

T?

K

B?J>?@$#!,

!

U=H3'#

!

1=3!)



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纠正贫血'不良反应较少'有效地

减少因为输血造成的感染&增强患者营养'提高自身

免疫力'改善贫血及低蛋白血症'严格掌握输血指征'

尽量减少输血及输注清蛋白等血液制品的次数&$

$

%

加强管理分机透析'患者透析前应先做肝功能及肝炎

病毒的检测'并建议患者每半年复查一次'凡发现肝

炎病毒感染者'实行透析机*病床*医疗器械等单人单

用单独消毒'避免交叉使用引起患者病毒感染&$

"

%

加强血透室环境及物品表面清洁'透析水路及透析机

必须进行定期及每班彻底冲洗和消毒'透析用水需要

进行理化指标*细菌总数*内毒素等检测&水处理系

统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反渗水每月做细菌培养&血

透中心污物通过指定通道&$

'

%加强医护人员的规范

化操作'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制度及消毒隔离措施&一

人一消毒'医疗器械随时进行消毒处理&随时贯彻预

防措施&保持无菌操作'减少污染'防止交叉感染&

$

4

%保护易感人群'应当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每年测定

抗
;V.U

抗体产生情况&

"+)

例常规透析患者中
++

例患者发生感染'年

龄*透析时间*透析总次数等均是导致血液透析患者

肝炎病毒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
V.U

感染患者血

红蛋白*血清清蛋白*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均低于非感

染组'肝功能指标高于非感染组'应当通过临床感染

风险因素控制及接种疫苗等措施预防因血液透析引

起的肝炎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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